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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5月11日电 江苏
省盐城市建军东路坐落着新四军纪
念馆。1941年，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
建。纪念馆广场的纪念碑正上方镶
嵌着蓝色“N4A”，背后镌刻着“盐城
会师记”，它们和纪念馆中的老照片、
望远镜、粗布鞋袜一起，见证着那段
过往。

有128个以烈士名字命名的村镇
和248处红色遗址遗存的盐城大地，
而今红绿在此交相辉映，革命老区向
海而生，迸发绿色希望。

每年4月，盐城迎来“添丁进口”
的时节。4月22日13时45分，盐城迎
来2022年的第一只丹顶鹤宝宝。第
二天，“二宝”出生。“5月和6月，还将
陆续迎来新生小鹤。”江苏盐城湿地
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研究中
心副主任陈卫华说。

而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
盗捕鸟类尤其是丹顶鹤的行为还较
为猖獗。这引发地方政府关注，下决

心设立保护区。当地人起初不理解，
一些人认为保护区面积太大，影响发
展。面对质疑，盐城坚持将沿海湿地

“留白”，进行保护。
盐城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

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型湿地，是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
的关键区域，大量鸟类依赖于此，
它们在这里换羽、越冬、觅食、繁
衍……

2019 年，在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
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
一期）成为我国第54处世界遗产，填
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遗产空白。
盐城将如何兑现在世界遗产大会上
的承诺？

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镇，海堤外
侧是一望无际的滩涂。海潮上涨时，
这里是茫茫的海面，海潮退下时，“留
下”贝类等在海滩上。各种鸟儿在上
空盘旋，时而俯冲下来觅食。响水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由

于食物丰富，且没有人为干扰，当地
青脚鹬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2021年，盐城将“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写入该市党代会报告，明确
提出要“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切 实 强 化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协 同 治
理”。位于盐城市东台市条子泥湿
地的720亩高潮位候鸟栖息地，是盐
城落实这一理念、开展生态修复的
代表。

为在涨潮时给水鸟提供栖息觅
食的场所，东台沿海经济区向江苏省
沿海开发集团租下720亩鱼塘，将水
抽干，作为鸻鹬类鸟的高潮位栖息
地。条子泥湿地的工作人员说，“720
高地”建成后，来这里栖息的鸟类新
增22种，达410种。此外，东台沿海
经济区还租下该集团400多亩鱼塘，
作为燕鸥类鸟的繁殖地。

“鸟儿会用‘翅膀投票’。这几
年，条子泥鱼虾贝类越来越丰富、环
境也不断变好，我们镜头里的‘小家

伙们’才越来越多。”当地生态摄影师
李东明说。

东台沿海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卫国表示，保护好世界自然遗产
地，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当好世界自
然遗产的“守门人”。他说：“我们相
信，环境好了，来停栖的鸟类会越来
越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紧邻条子泥湿地的弶港镇，有

不少小渔村，村民们祖祖辈辈以捕
鱼为生。随着申遗和生态修复推
进，村民积极响应政府“退渔还湿”
号召，退出围垦鱼塘，建立巡护队。
如今，大批候鸟群聚湿地，小渔村也
火了起来。兴办渔家乐、民宿、旅游
度假区等让“枕海而眠”的弶港镇巴
斗村成为生态文化村。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红色老区盐
城正将原本“丑滩薄水”的盐碱地“绿
色变现”，在绿色转型、绿色崛起之路
上越走越宽。

盐城:守护长三角的“绿心”

新华社南京电 力保产业链稳
定，精准纾困解难，快速复工达产
……疫情之下，拥有80多万户企业
的制造业重镇苏州，瞄准企业急难愁
盼，及时完善制度设计，创新应用信
息化手段，以专班专业服务帮助企业
打通经营发展堵点，筑牢产业竞争优
势，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物流链不通，供应链受阻，产业
链就难以稳定。疫情期间，苏州设
立稳定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工作专
班，着力破解“三链”不畅难题。各
县区同步完善上下联动工作机制，
多部门协同为企业服务。江苏沙钢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秦良
政说，专班已成为企业表达诉求的
重要渠道，不少共同诉求很快变成
政府的工作举措。

近日，和舰芯片制造（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车间里，从海外采购回
来的光刻机正准备安装调试。公司

总经理高明正说，苏州工业园区安
排专人对接企业报关等工作，机器
在上海机场落地后24小时内就运到
了苏州工厂。

针对和舰这类重点企业及其主
要配套企业，苏州发布加强重点企
业疫情防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的工作指引，建立了“白名单”制
度。这些企业申请“苏货码”的审核
时间缩短，审核通过率达90%以上，
物流效率得到提升。

苏州还引导企业积极利用本地
资源。4 月 23 日，苏州上线“苏链
通”平台，帮助企业进行生产资料和
物流的供需对接。目前，平台已有
注册用户近5000个，注册车辆2600
多辆，发布供需信息上万条。

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推出“疫贷码”，方便企业一键发布
融资需求，对接金融机构提供精准
服务。

一季度，苏州积极稳产保供，惠
企帮扶，助力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先
后出台实施纾困解难“46 条”、服务
业帮扶“20 条”等政策，实现经济稳
定开局。一季度，苏州实现生产总
值 5136.7 亿元，同比增长 4.4%。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0051.6亿元，
同比增长9.6%。

苏州出台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工
作指引，细化组织管理、防控方案、
核酸检测等九个方面的工作要求。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
徐艳说，政府复工的标准明确、细则
详尽，让企业拿起来就能用得上。

5 月 6 日，一场重点项目“云签
约”活动以视频形式举行，总投资超
过 60 亿元的 9 个项目落地，标志着
受疫情影响最重的苏州昆山全面复
工复产。

截至 5 月 6 日，苏州全市 12486
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99.7%。

保链强优势 纾困稳增长

制造业重镇苏州战疫情促生产

新华社杭州5月11日电 浙
江省外贸企业积极实施以质取胜
和市场多元化战略，政府千方百
计为企纾困，使外贸进出口保持
了较快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杭州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
自2020年3月以来，浙江省外贸
进出口已连续 26 个月保持同比
增长。今年1至4月，浙江外贸
进出口总值 1.43 万亿元，增长
19.3%，其中出口突破万亿元，
增长23%，进口3816.1亿元，增
长10%。

浙江省外贸经营主体量大面
广，在稳住传统市场的前提下，
又大力开拓新兴市场。数据显
示，1至4月，浙江对前三大贸
易市场欧盟、美国、东盟进出口
分 别 增 长 24.1% 、 25.6% 和
15.9%，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 45%；同期，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其他RCEP成员国进
出口分别增长24.2%和10.5%。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高新技
术产品对浙江省外贸进出口的拉
动效应明显。数据显示，1 至 4
月 ， 浙 江 高 新 技 术 产 品 出 口
1209 亿元，增长 49.1%。其中，
太阳能电池、手机出口均增长超
一倍；机电产品出口 4706.3 亿
元，增长19.7%，占全省出口总
值的44.8%，拉动全省出口增长
9.1个百分点。

在当前对外贸易投资形势复
杂严峻的情况下，浙江省外贸经
营主体韧性凸显。1至4月，浙
江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数量
8.2 万家，增长 6.5%。民营企业
进出口总值 1.1 万亿元，增长
2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77%。

1至4月

浙江外贸进出口
仍保持较快增速

5月 10日，在安徽唯嵩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
员对产品进行交付前的调试。

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
核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区内有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受疫
情影响，部分企业在前段时间产
能受到影响，甚至一度停工停
产。近日，随着合肥市本轮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开
发区内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加快复工复产步伐，积极
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新华社发


